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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双关语是认知主体知觉到某现实或者想象中的事物可以用另外的方法表达，经过以此代彼的概念替换而产

生的语言现象。从认知语用视角出发展开的双关语研究很少见，从“内涵、外延传承”理论角度进行全面、深入解析的成

果几乎没有。为此，本文旨在澄清双关语的 3 个关键概念，解释双关语生成和理解的操作模式，说明双关语使用中的主

要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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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itance of Connotation - denotation in Chinese Shuangguan
Kang Xiao-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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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rgued that Shuangguan holds a special trait that real or imagined events or entities could be conveyed by another mode
of expression，in the procedure of which substitution is taken as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orm of direct representation ex-
pressed by a kind of indirect speaking in a particular context． Shuangguan is rarely studi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rag-
matics，and a detailed and thorough analysis of Shuangguan processing in terms of the inheritance of connotation-denotation is
hardly conducted． Thus，this paper aims at the clarification of three key concepts in Shuangguan，interpreting its generation and
construal inferential model． Meanwhile，primary conditions in Shuangguan application process are also illustrated．

Key words: connotation-denotation inheritance; generation and construal; Shuangguan

1 引言
双关语( Shuangguan) 即词语、句子除表面意

思外还关涉、隐含另外的意思( 《新华词典》) 。本

文认为，双关语有可能产生幽默效果，但主要语用

目的是以“明说”( direct speaking ) 指向“暗说”
( indirect representation) 的间接言语行为; 双关语

最终的交际效果要受语境、认知背景等限制。因

此，双关语理应看成认知语用框架中的意向性语

言使用，绝非单纯的幽默性修辞手段。
修辞性言语的认知研究表明，双关语的基本

语用意图也是认知外界。( Sperber，Wilson 1995:

233 － 234) 如果以语用意图为研究目标和方法，

双关语完全可以解释为对外界的心理表征和人际

交往工具，该表征因人而异，对表征的支撑理据是

认知主体对外界不同事物所生成的有关信仰、欲
望和 期 待 的 心 理 属 性 ( attribute ) 和 思 维 阐 明

( predicates) 。( Yus Ｒamos 1998: 305 － 345) 范家

材指出，双关语的形成离不开“双重语境”、“铰

链”( hinge) 和激活因子( trigger) 。( 范家材 1992:

182) 其中，铰链指多义词和同形同音异义词，双

关语以此为基础进行生成和理解; 激活因子指说

话人具有创造且使用双关语的相应动机和意图;

双重语境则指代双关语产生和解读的具体情景和

未来的前景构建。这种解释存在以下疑问和不

63

2015 年第 2 期

总第 183 期

外语学刊

FOＲEIGN LANGUAGE ＲESEAＲCH
2015，No． 2

Serial No． 183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言外转喻的加强联想模式构建研究”( 11YJC740166) 、黑龙江省教育厅教改项

目“英语专业阅读课程策略主导 － 生成认知教学模型构建研究实践”( JG2014010777) 和哈尔滨理工大学实践教学环节

项目“英语专业语言技能认知教学模型操作实践”( ZHJG52015042026) 的阶段性成果。



足: ( 1) 双重语境是否仅限于具体语境的狭窄范

围; ( 2) “铰链”的链接和推理程序依然模糊; ( 3 )

“激活因子”的具体内容和指代对象没有澄清。
本文立足于汉语双关语，解读上述 3 点，尤其关注

内涵、外延传承的链接方式，从认知语用学角度分

析和诠释双关语。须要说明，“传”和“承”的概念

表征和语言表达未必都是以词语形式出现，也可

能是句子、段落乃至语篇。总体说来，内涵和外延

传承的情况大体上有两种: ( 1 ) 内涵和外延一次

传承; ( 2) 内涵、外延多维度、多次传承。这就是

双关语中的“铰链”推理步骤。

2 内涵、外延传承模式导入
“内涵、外延传承说”认为，双关语的产生，是

因为可以从类属范畴同一性关系引伸出类属范畴

内的事物的内涵、外延有传承关系，从而可以在一

定语境中互相认定，实现指代。( 徐盛桓 2008:

69) 内涵和外延原本是逻辑学术语。内涵指一

个概念概括的思维对象本质特有的属性的总和;

外延指概念概括的思维对象的数量或范围。可

见，一个概念的内涵越丰富，其外延就越小。要将

某双关语的内涵和外延恰当地对应起来，须要凭

借使用语言的经验。语言以人类经验为基础，意

义是人类意识的基本形态，“经验就是我们通过

语言来识解的现实”( Halliday，Matthiessen 2008:

108) 。
关于“意义”研究，弗雷格开创了一种同意义

联系起来的对“同一性”的研究方法，促使哲学界

对“意义”达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意义”概念有歧

义，有必要区分词语和话语本身同时存在的两种

意义: 内涵意义与外延意义。语言表达依托的事

物不同，因而用以表征事物和其属性的概念和语

言符号不同，而且二者的作用也不同。简单地说，

语言整体表达式可以看成外延，其含义是内涵。
内涵是隐性的，外延是显性的，双关语的内涵、外
延研究就是通过显性看隐性。隐性的内容对于显

性的内容来说必不可少，如果没有关于前者的专

门 考 察 就 不 可 能 有 关 于 心 理 内 容 的 充 分 描 述

( Clapin 2002: 195) 。
根据上述逻辑学内涵、外延成反比的说法，双

关语中存在一个双重原则: 同一含义的语言表达

越丰富多样，则其含义就相对简单直白; 如果含义

越丰富，则语言表达则相对简约单一。这就足以

为双关语的成因以及生成和解读设定指导原则:

双关语字面表达的成因源于其意向性中要表达的

含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尽管双关的内涵较为丰

富，但双关语依然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 语言表达

缩短的同时却可以保留完整的信息，这样可以减

少编码和解码的时间。( Leech 1983: 67) 任何经

济性的语言表达都重在“以此代彼”的转喻思维

和表达模式，双关语也是转喻的一例。上述双重

原则制约，形成双关语表达的简约性和其含义推

导的多维性。双关语的语言表达 ( 外延) 要简单

明确，其含义解读( 内涵) 要多角度拓展，延伸。
逻辑学和哲学都没有完全澄清内涵和外延的

所指的内容。从认知角度切入的内涵和外延都是

针对“概念”，即能够形成传承的充要条件都是以

概念为基本考虑的内涵和外延。外延和内涵皆为

同一“概念”不同的两个方面:“内涵”是概念反映

的事物属性的总和，“外延”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

属性的事物。所谓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

界的体验而形成的。( Lakoff，Johnson 1999: 497)

某事物的初始概念在一定条件下，上下连通且左

右逢源，逐步发展成为庞大的概念网，借以认知外

界。其实，“图式”、“框架”、“理想认知模型”、
“常规范型”、“心理模型”等除有各自较为鲜明的

具体定义和具体操作外，其内涵皆指大同小异的

认知结构。其中，“概念”是一个关键性的依托

点，认知语言学认为意义就是概念化的结果，双关

语的生成、解读、推理也应该是概念的操作流程。
既然澄清外延、内涵传承是概念传承而非客

观指称或者实体和对应含义的直接传承，那么概

念运作在思维层面操作的双关语生成和解读过程

中很可能发生内涵和外延的传承。“传承”，就是

双关语中明说部分分解自己的外延或内涵内容，

根据语境选择一个延项或涵项内容并“传导”出

去，据此选择一个有关系的事物作为暗说，用能表

征这一暗说概念的词语承载，即给明说部分重新

寻找另外一个实质性说法。该过程就是明说部分

把和自 己 有 关 的 延 /涵 项 内 容“传”出，由 暗 说

“承”载，形成内涵、外延的传承。涵项和延项也

不是随意“传”出和“承”起来，势必受一定条件制

约，具体分为: ( 1 ) 明确话语表达的意向性和态

度，确定心目中意图表达的事物用作明说，据语境

和表达内容在恰当外延中捕捉一个涵项; ( 2 ) 将

这一涵项“传”输下去，至适当分支涵项，确定一

个自然语言概念来“承”载，实现以明说替代暗

说，即在这一语境中“明说就是暗说”。
内涵、外延的传承过程可以解析为: 在语境规

定下，在大脑的概念网络结构中挑选和把握某事

物概念，下意识地解析概念的内涵、外延，确定一

个涵项或延项且寻找一个恰当概念来承接这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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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这就是外延、内涵的传承。传承的发生使明说

部分体现暗说的语义和语用含义，明说和暗说既

是转喻的以此代彼的关系也是相互体现的关系，

同时是直接话语和间接话语同一性的显著体现。

3 双关语的内涵、外延传承解析

双关语是人类对外部客观世界感知、理解、思
考和表达的一种整体方式。( Ｒedfern 1984: 178 )

研究双关语的结构对澄清心理问题具有启发性，

双关动态的知识组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语

用推理的本质研究。( Heller 1974: 271 ) 既然双

关语是以此代彼的转喻表达，就势必存在明话暗

说或者暗话明说的实际语用目的，这说明其生成

和解读过程中势必受到说话人主观意向和听话人

主观意向的双重调控。双关语是认知语用现象，

完全可以借助内涵、外延传承模式分析。例如:

① 皇上平日喝的都是莲子汤，这新鲜的莲

子，臣妾已经剔除莲心，别有一番滋味。只是这莲

子没了莲心，到也少了一番滋味，莲子( 怜子) 之

心最苦，旁人不能体会。( 流潋紫《甄嬛传》)

“莲子”与“怜子”是谐音双关语。曹琴默在

意向性内容的主观限制下，在音、形和义上分解其

怜子之意的概念，根据当时华妃借曹琴默孩子争

宠的具体语境和认知语境，曹琴默意图表达她对

孩子的怜惜和疼爱，但碍于华妃势力庞大和耳目

众多，只好选择与“怜子”谐音的外延项“莲子”传

输。“怜子”是双关语中的暗说，用能表征这一暗

说概念的词语“莲子”承载，二者具有同一属性

“心苦”，这是“怜子”和“莲子”达成内涵、外延传

承的概念传承的充分条件，用后者的明说部分给

暗说找一个表达式，前者也是后者的实质性内容

和指称对象。与同一个词对应的一系列指称对象

在语言的不同载体那里可能各不相同。而且，在

大多数情况下，对词内涵的主观诠释显然正是

“对词的指称对象数量方面实施主观知觉的结

果”( 李洪儒 2011: 19) 。“莲子”和“怜子”在音和

意上都具有相同之处，达到内涵、外延的完美分解

和结合。皇上对上述双关语中明说和暗说的解读

也是他根据双方都明确的客观和认知语境进行主

观判断和推理的结果，具有双重语境可及性和很

高的语境可及程度，也促成曹琴默想要回孩子的

具体意向性在特定语境可及性中成为较为直接的

主观知觉。“怜子”这一意向性中的内涵概念传

输出去，可以指导语言表达的外延项选择: 在皇宫

这一特定环境和隔墙有耳的语境中，曹琴默选择

符合所有条件的“莲子”作为音、意和属性合一的

最终语言表达，皇上也根据自己的主观性判断完

全领会话语含义。可见，双关语的选择和语用不

可能是随意的，势必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引领，

如语境可及程度、个人认知背景和主观性等。本

文先简单归纳双关语的类别，再将各种制约因素

融入其中来解析。从明说和暗说的关系看，双关

语表达主要分为:

( 1) 包含关系传承: 认知语言学认为，词并不

“携带意义，只有助于概念层上意义建构过程的

完成”( Evans 2007: 38) 。这主要指词语层面上的

双关语表达，思维层面上是一种转喻性质的涵盖

和传承关系，以同一概念层面上的某一个内涵、外
延部分代替整体或者以整体代替部分，明说和暗

说是概念类层级结构上的上下位关系，即本为同

一范畴的下属不同认知域的指称，在一定条件下

以此代彼表达出来。例如:

② 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惟

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他才是留心呢。”宝钗听

说，便回头装没听见。( 曹雪芹《红楼梦》)

“这些人带的东西”显然是语带双关，暗说宝

玉和宝钗佩戴的宝玉和金锁的金玉良缘，黛玉不

便明确表达自己对宝钗的妒忌之心，所以用上位

类概念替代下位类概念“传”输，用具体概念表征

“人带的东西”进行“承”和言说。该双关语中，

“人带的东西”和“金锁”、“良缘”之间本就有上

下位的依附和连带关系，如果放在不同概念层面

上，那么原本各自独立的两大类事物在特定意识

可及和语境可及条件满足的同时在概念内涵和外

延上生成共性，因此发生上下位类概念的传与承，

形成连通性解读。
( 2) 类、属关系传承: 人类不断对外界零零种

种的关系体产生动态认知，更新已有认知，借已有

认知创建新认知，并以经验形成的各种常规关系

( stereotypical relations ) 推导非常 规 实 体 的 关 系

性，以求新知。这就是间接言语行为形成的认知

前因，也是属性推导模式的前提。( 邹春玲 2014:

54) 交际任务和目的的繁杂性要求语言表达和

解读都具有快速性以及对新事物理解的快捷性，

这将认知语言学导向话语解读简约性研究。而事

物的属性概念归纳和表征比命题结构表征简单明

确，因此，属性在间接言语行为包括双关语的研究

中显然成为核心概念之一。双关语既然已经是认

知语用视域中的间接言语行为，其推理模式势必

与属性推理关系密切，即双关语中的暗说也许是

明说的某一个属性。例如:

③ 王小峰呆了呆，他虽然好逸恶劳却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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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你的意思是，想要成功，就不能当龙套，必须

要做主角!”( 陆琪《办公室潜伏》)

“龙套”和“主角”属于人类范畴中的下位类

概念，双关语“以此代彼”的特点促使这两个下位

类概念的属性( “没用”和“主宰”) 产生特定语境

中的可及性和突显度。
( 3) 同一关系传承: 明说和暗说本是互不相

干的不同层面概念，本为不同范畴内的相互独立

的认知域指称，在特定认知语境可及条件下才有

互相关联的作用并且转喻性地以此代彼。例如:

④ 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 终不忘，世外仙

姝寂寞林。( 曹雪芹《红楼梦》)

此处，“雪”的主观意向性生成和理解既明说

真实世界的大雪纷飞，也暗说薛宝钗。“林”既明

说世外桃源中的树种，也暗说林黛玉。该双关语

生成和理解的初始阶段主要受具体和认知语境中

等级显著度原则支配，即说话人要在主观性上决

定何种世间的事物与薛宝钗的姓氏谐音且与含义

属性连通，曹雪芹几经思量最终选择“雪”为传承

依据，“雪”和“薛”在谐音角度上是外延传承，在

含义角度上是内涵传承，符合薛宝钗的身份和性

格特点，该句将“雪”分解为突显性的外延和内涵

同时传承。而该双关语是否为世人理解以及什么

情况下理解，则须要整合语境。小说对该双关进

行不断铺垫和伏应，为的就是使语境可及程度越

来越高，至于听话人能否理解该句的双关则受认

知语境中的关联原则制约。说话人的主观性双关

传承通常与具体语境关系密切，而听话人的主观

双关传承通常与认知语境密不可分。
( 4) 隐、显关系传承: 明说和暗说指的不是一

个人，也不是一个事物，隐显性所指同时存在，包

含一个非显性或者假意( pseudo) 显性的含义，类

似汉语指桑骂槐或指鹿为马。该类双关语是汉语

特有的现象。例如:

⑤ 黛玉因含笑问他说:“谁叫你送来的? 难

为他费 心。———那 里 就 冷 死 我 了 呢!”雪 雁 道:

“紫鹃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来的。”黛玉接了，抱

在怀中，笑道:“也亏了你倒听他的话! 我平日和

你说的，全当耳旁风; 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

还快呢!”( 曹雪芹《红楼梦》)

这属于汉语的典型双关语，不完全针对某个

词语或者词组，而是通过整体表达式起到双关的

作用，是话语含义属性的内涵和外延传承。此处，

黛玉的双关语涉及两个不同的对象和事物———送

手炉和喝酒，话语针对的也是两个不同的人物对

象———雪雁( 显性对象) 和宝玉( 隐性对象) 。表

面上，黛玉责备雪雁处处听紫鹃的话; 暗含之意是

宝玉听宝钗的话。而宝玉却能掌握黛玉话语的隐

性意图，因为二者有共同的认知背景和语境可及:

宝玉深知黛玉对宝钗的妒忌之心，非常自然地进

行内涵、外延的传承解读。字面所指和能指都是

外延，根据语境和认知背景实施层级性分解，继而

将其理解为对应性的内涵解读。内涵、外延是

“铰链”，“激活因子”是黛玉字面的语言表达式，

真正解读的发生受到当时送手炉和喝酒的具体语

境以及宝玉的认知语境和认知背景限制。双关语

的解读不能只依靠显性语言表达，在更大程度上

要依赖听话人自身的隐性推理能力。
至此，双关语的“铰链”形式和操作程序逐渐

清晰: 双关语的明说部分为激活因子，激活该部分

的外延和内涵项概念集合，继而寻找语境可及程

度高的内涵项或者外延项进行传承运作，从而获

取话语含义; 双重语境指具体语境和认知语境。
此外，从听话人和说话人角度可以分为主、客观性

双关语。当然，主观和客观具有相对性。

4 双关语操作的限制条件

双关语的主要成因之一是说话人在内在、外

在、主观和客观等各种限制下的刻意思维和表述

行为，与说话人的主观意向性有着直接关联。除

主观意图外，双关语的表达仍需说话人考虑如语

境、个人认知背景等不同条件的制约才能达到精

准含蓄且应时应景的效果。双关语要真正达到语

用交际目的，不仅说话人要具有意向性，听话人也

须凭经验有意识地曲解说话人字面规约含义，直

接将字面作为激活因子，探寻特定语境和条件下

的内涵和外延的其他概念表征。
在双关语的内涵、外延模式中，“激活因子”

指字面规约性的语义学含义; “铰链”指非字面的

语用暗含，此暗含之意绝非只有一个解读而是多

角度、多维度的话语意义; “双重语境”指话语的

即时情景语境和话语激活的听话人的认知语境。
简单说，双关语交际成功，至少有 3 个条件限制:

( 1) 意向性限制: 语言之所以称为语言，是因

为它 带 有 强 烈 的 主 观 印 记 ( Benveniste 1971:

225) 。双关语是语言表达方式之一，势必带有

听、说双方的主观意向色彩。所谓主观意向，是一

个多层面概念，是我们理解语言语义添加一个十

分必要的维度。( Kemmer 2005: 80 ) 从认知语用

角度看，双关语是间接言语行为，涉及说话人的表

达意向和听话人的解读意向，双方的意向一般情

况下无法完全吻合，这正是双关语多重解读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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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含义的重要成因之一。双关语的意向性解

读是将多样的内涵准确定位，因此理解意义的关

键是: 意义是派生的意向性的一种形式 ( Searle
1983: 129) 。意向性指说话人和听话人具有的意

向性。但是，除人以外的其他实体 ( 包括语言) ，

同样具有表达人们情感和态度的功能，同样具有

意向性，这种意向性是“寄生”在其他实体之上

的，叫做“寄生意向性”( Searle 1983: 251) 。例如:

⑥“那……我先走了，你赶紧去换衣服吧，这

样子……呵呵，其实蛮可爱的，但……”小太妹笑

得那么腼腆是要闹哪样? 今天不正常，太不正常

了，这样淑女! 红色警报啊。( 了了《我靠谱，你

随意》)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红色警报”作为词

语，其本身并不存在特别的意向性，只不过是说话

人把表示“危险”、“调情”的意向性主观地“寄

生”于红色警报上。在双关语使用中，同样可以

将表征事物属性和事件状态的能力“寄生”于实

际存在的语言符号上。可以说，任何语言表达都

或多或少具有寄生意向性，这充分说明听、说双方

意向性的主观趋向。双关语的表达和解读受到寄

生意向性的控制，人们将自身的体会和感受随附

到双关语的表达上，实现指称连接，因此生成和解

读中的内涵项也可叫做“感受质”。意向性还可

以界定为说话人将自身的意向施加到本身并不具

有意向的语言表达上。意向性可体现为意识活动

的一种“工具”，是意识观照事物、事件、事态时所

展现出的一种体现“利己”的取舍倾向，表现为意

识活动中对对象的注意、过滤、选择以及表征时的

心理状态，呈现判断、评价、表征功能。( 徐盛桓

2013: 174) 可见，双关语的选择、过滤以及概念性

地表征状态都是意向性的作用。意向性是双关语

生成和解读的总体指导纲领，它在具体操作和实

现过程中也势必牵涉其他几个因素: 意向活动的

认知主体、意向对象、内容和展开方式等。意向性

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会与其他几个因素交织，如意

识、感知、感受、表征和随附等，同时会受到其他几

个因素的制约，如语境、个人认知背景等。
( 2) 语境可及限制: 说话人在生成和听话人

在解读时都有自己的认知环境。认知环境各组成

成分针对具体语言表达的不同可以调整难易程

度，形成不同可及度。语境可及度对解读双关语

至关重要。可及度指长、短期记忆中的信息激活

程度，决定信息提取的难易程度 ( Epstein 1999:

67) ，它是一个程度问题。
可及度在双关语使用中指包括范畴和属性在

内的所有字面表达内涵和外延的认知语境的调用

可及。这是为了加强对生成过程中说话人和推理

过程中听话人对双关语暗说含意的选择以及推理

前期的认知语境的形成和调用理解。双关语的明

说指向暗说的选择和判断，这是对认知上具有集

体意义的话语意义的认定。这种可及性可以作为

推理的开端和依据。一般情况下，双关语中的明

说都可以解读为暗说的含意，即词语或话语的功

能属性都可以解读出来。这说明，话语的内涵和

外延是认知语境中较为突显的成分，在推理中具

有很高的可及度; 语境可及除了与内涵和外延自

身的性质有关外，还与其调用频度有关，频繁调用

的可及度往往高于偶尔调用的，原因就在于对该

现象的解读模式固定和常规化，解读过程中对百

科知识的频繁调用使这些常规性内涵和外延的可

及度大大增高。例如:

⑦ Boss 大人居然连因为惯例和别的女人跳

个舞都要向她解释，叫她不要误会……难道难道，

真的……真的……杉杉一个冲动，酒意上涌，头脑

发热 的 问: “总 裁，我 可 不 可 以 误 会 你、你 喜 欢

我?”封腾握着方向盘的手稍稍一动，眼睛直视前

方的路况，非常正经的说:“偶尔误会一下也没关

系”。( 顾漫《杉杉来吃》)

⑦的双关语解读时可能产生歧义: 也许总裁

真地不介意，也许总裁默许杉杉疑问; 究竟哪种解

释合理，取决于语境的可及程度和杉杉对总裁的

个人认知。从“偶尔误会一下也没关系”到其内

涵的挑选和归纳过程中存在困难( 内涵外延模式

操作中“传”了多次，“承”却很难) : 该句在这一过

程中激活多个内涵，很难确定哪一个为特定语境

的真实话语意义。秉承语用推理实质上是模糊推

理的精神，只能对该双关语达成模糊识解。也就

是说，除非语境可及和突显程度都很高; 否则，不

同认知个体对该句完全可能进行不同解释，如警

告、原谅和承认等对立性解读。可见，语境可及程

度的高低促使内涵和外延很难单一对应。
( 3) 突显限制: 在语境可及程度相同的情况

下，依据个人认知背景的不同以及内涵和外延项

在意识中的突显度不同，对双关的解读也不尽相

同。可见，“认知背景”和“突显度”就是除了语境

可及以外的另外两个重要限制因子。说话人在双

关语生成中首先要考虑具体话语表达中的语境可

及度以及听说双方是否能达成契合，其次应该尽

量多角度、大范围地提点与话语意义相关的语境

线索。听话人则根据语境线索搜索语境可及程度

高的概念表征，针对说话人话语表达传递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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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际意图搜索突显程度高的内涵项或者外延

项，从而实现解读。推理出来的话语意义源于认

知语境且受双重语境制约，认知语境是推理的前

提和过程影响因子;“可及”是推理程序的流程和

结果;“突显”则是推理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5 结束语
根据“内涵、外延传承假说”，本文构建双关

语生成和理解的“内涵、外延模式”，将心智哲学

的意向性和认知语用学的语境可及作为双关语的

主要限制条件，解释双关语如何以明说指向暗说。
内涵、外延传承的运作可以体现为: ( 1 ) 分解表达

式的词语或者话语，从外延方向在人脑概念系统

中搜索相应的表征，实现从外延到外延的连通生

成和解读; ( 2) 分解表达式的词语或者话语，沿内

涵方向在人脑概念系统中搜索相应的表征，实现

从外延到内涵的连通生成和解读; ( 3 ) 分解表达

式的词语或者话语，沿内涵方向在人脑概念系统

中搜索相应的表征，实现从内涵到外延或者内涵

的连通生成和解读。
用认知语用学分析和解释汉语双关语使我们

认识到，由“明说 + 暗说”构成的双关语结构及其

含意是分层次的、多维度的，大致上可以分为表层

和深层。双关表层是它的明说，是话语表达出来

的现象，通常是事物的外表形式或一般性状，表示

人们习惯上规约性理解的意义。深层是它的暗

说，是认知主体在将自身意向融入话语表达和解

读过程中建构而成。无论是表达还是解读过程都

需要意向性和语境可及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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